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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結報告 計劃編號: 2016/0061 

甲部

計畫1名稱: 電子學習 聯 盟一網絡急救達人

機構/學校名稱: 郭恰雅神父紀 念 學 校

計劃進行 時間: 由 09/2017 (Jjl彷至 09/2019 仿/符

乙部

填寫此部份報告前，請先詳閱讀「優質教育基金計聲總結報告填寫挖苦/_j。

請男頁(A4名民)書寫，就以下項 目作出總結報告:

1. 達成目標

2. 計劃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3. 自我評鑑計劃的成本效益，需清楚列出有關指標及衡量準則

4. 成品及推廣模式，及外問對那些推廣活動的反應

5. 活動一覽表

6. 計劃 實施時所遇到 的 困難 及解決方法

計劃負責人姓名 

簽名:

日期:

受款人姓名* 一

簽名:

日期:

年計劃總結報告須經「絡上計劃管理系統」提交。 一經提交，報告將被視為已經由校監/機構主

管或代表機構簽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協議書的人士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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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達成目標

優質教育基金總結報告

於此計劃之始我們訂立於兩年內希望達成了11 項 的計劃活動，計劃已順利完成此11 項 活動。

詳情如下:

k 

2 

3 

4 

5 

6 

7 

計劃活動

「 電 子 學

習 聯 盟 一

網 絡 急 救

達人」認 知

調杏問 卷

小五基 礎

課 程 課 程

設計

教 學 短 片

拍攝

「 電 子 學
三自司司 �血p色p 丘日1月丘

網 絡 急 救

達人」 小五

基 礎 課 程

推 行

小 五 課 程

檢 討 及修

訂 及 建 立

專用 網站

「 電 子 學

習 聯 盟 一

網 絡 急 救

達人」教 材

套 發 佈 暨

教 師 培 訓

工作坊

小 六 進 階

課程設計

舉行日期

11-29109/2017 

09/2017-

02/2018 

09/2017-

0112018 

12/2017-

07/2018 

0112017-

07/2018 

10/2018 

07/2018-

02/2019 

內容 目標達成的證據或 達標程度

指標

共100名本 校 小五學 訪問錄音記 錄 全部達標

生 及隨機挑選 五 名 問 卷 記 錄

小五 學 生 已 進 行 小

組 會面 訪 問

設計五大 課 題，每一 基礎 課 程 教 材 全部達標

課 題 包 括 四 個 單 套

兀'整 個 課 程共二十

個單兀教案

製 作 共 二 十套 基 礎 短月成 品 全部達標

課 程 短 片 及 一 套 時

事熱話及 一 套 家 長

錦囊

於本 校 進 行試驗 教 學 生 學 習 檔案 全部達標
良-f主a 

檢 討試驗 教 學 的 教 教 材套成 品 及 全部達標

學計 劃 及 進 行修定 。 名罔站成 品

設 立本 計 劃 的 自 學

網 上平 台

邀 請 全 港 小學出席 本 校 及的問 協 全部達標

發佈會 及 培 訓 工 作 作 學 校 ， 共 約

坊 100 名 老 師 出

席

設計 五 大 課 題，每一 進 階 課 程 教 材 全部達標

課 題 包 括 四 個 單 套

兀'整 個 課 程共二 十

個單兀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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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計劃活動 舉行日期

8 教 學 短 片 09/2019-

拍攝 02/2019 

9 小 六 進 階 10/2018-

課 程 試 驗 06/2019 

教 學

10 小 六 課 程 06/2019-

檢 討 及修 07/2019 

定

11 「 電 子 學 12/2019 

三自百羽 田"l!血H色V 工日岳開王

網 絡 急 救

達人 」教材

套 發 佈 暨

教 師 培 訓

工 作坊

2.計劃影響

從本校學生表現反映學生的個人蛻變

內容 目標達成的證據或 達標程度

指標

製 作 共 二 十 套 基 礎 短片成品 全部達標

課 程 短 片及 一 套時

事熱話 及 一 套 家長

錦囊

於 本 校進行試驗 教 學 生學 習 檔案 全部達標
昆「于主一

檢 討試驗 教 學 的 教 教 材套成品 全部達標

學 計 劃 及進行修定 。

邀 請 全 港 小學 出席 本 校 及61 間 全部達標

發佈會 及 培訓工 作 學 校，共 約 120

坊 名 老 師 出席

本計 劃的重點項目是設計 及開展一套跨學科的資訊素養課程以融人小五及小六的德育及公民教

育科及電腦科中，從而提升學 生正確的使用網絡觀念，培養具有資訊素養的小公民。透過有 系

統及全面的資訊素養培育課程，學 生在知識、批判思考及價值建立也有正向的改變(圓 一)。

在「知識」方面，學 生接受兩年的資訊素養培育後，

他們學會保護個人的網上安全及私隱、明辨甚麼是

網上合 乎道德的行為。正如在較早前提及的理論架

構，具資訊素養的學 生能在認知層面上掌握必要技

|圖一資訊素養的元素 | 能，藉以進行找尋、理解、運用知識、分析、評估

及綜合資訊以作出適當決定及解決問題。具體來說，他們學會各種二十 一世紀需具備的資訊科

技知識如 「數碼足印」、「版權」、「二次創作」等概念，使他們懂得留意自己在網上的言行，亦

避免了出現侵權、盜用、抄襲別人的作品內容等問題。

除了基礎的知識提升，課程亦助學生在後 設認知層上提升批判思考的能力。此方面可以舉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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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媒體素養」的學生表現作佐證。在單元5 .2 r思考及學習辨別訊息的真偽」中，在評估活動

中我們可得知學生懂得運用批判思考，評估訊息的可靠性，從而判斷訊息應否轉發開去。教學

活動訓練學生以批判性的角度了解媒體和資訊的本質，令學生有能力 以 理性及客觀的角度判斷

訊息的真偽，分析資訊背後的含意，建立獨立的思考模式，成為一個有道德的網絡使用者，共

同維護網上資訊的真確性。學生建立了穩固的知識及懂得運用全面的批判思考，同時亦能建立

到正確的價值觀來處理網上問題及避免網絡危機。

在考慮如何具體呈現出計 劃對學生的影響，我們針對本校學生，進行一連串的學習成效評量:

i ) 單元式評估測驗及自我評估列表

為了解學生對資訊素養的認知、學習及運用程度，我們於每一單元也設有一張針對該課節教

學內容的評估測驗。評估測驗亦設有自我評估列衰，學生完成自我評估列表，能促使自身的

反思，檢討自己的學習情況是否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在單元式評估測驗的數據所得，約85%

的學生能完全掌握每一課節的教學內容， 10%的學生能大概掌握每一課節的教學內容，及現

的學生仍需努力。此等數據及資料，讓我們相信此資訊素養培育計 劃對學生起了一定的成效。

i i ) 問卷調查

同時，本校採用量他的前測後測問卷為依據，在每一課題開展的前後，學生需完成一份評估

問卷，以比較他們在完成每一課題前後的轉變，從而了解他們對五大課題(網絡形象及身份、

網絡私隱及安全性、 資訊科技與生活及媒體素養)的掌握程度及個人成長的改變。在所得數

據顯示， 超95%的學生在每次完成4 個單元的學習後，均有 正向的改變。

i i i ) 學習歷程檔案評量

我們將基礎課程及進階課程各共二十節學習單元的所有相關課堂工作紙、前測後測工作紙及

評估工作紙存於每名學生的獨立學習歷程檔案中，教師定期檢視學生的學習進度，了解到 約

95%的學生均能達到課程的要求，能掌握整個課程的內容，同時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

總括而盲，透過以上的成效評量工具，具體顯示出學生在知識、批判思考及價值建立這三方

面(圖一)也有所改變。這使學生在面對流動急速的網上資訊時不 會只接受單一觀點或立場，

不會盲目附和，避免被人錯誤引導甚或刻意煽動，成為一個具備批判思維的數碼公民。

從協作學校的課堂觀察反映學生的學習效能

本計 劃其中的一項 成效是將此教材套推廣到全港不少於 100問小學中，惠及一萬多名本港小學

生。我們希望參與此計 劃的學校能確切地把課程有效地融入其校內課程。為此，我們把招募協

作學校分為兩個階段。2018- 19 年度的第一階段，我們要求(一. )參與的協作學校承諾會撥出不

少於8 節電腦科課節及 2節德育及公民科課節作教材套的課堂教學實踐。(二) 參與的協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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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必須撥出一節課堂供我們進行課堂錄影，以評鑑本計 劃課程的成效及其他學校的學生表現是

否能達至我們計 劃的預期。我們已到訪共二十六間協作學校 (附件一)，了解學校使用此教材套

的情況及實際的教學情況。

在每次的到訪，研究助理觀察學生的課堂表現，並填寫記錄衰，記錄學生在課堂中的發間。從

學生的發間，我們可了解到他們對課堂的理解及吸收程度，及價值建構的具體情況。例如在

的「單元 1.3探討網絡欺凌及應對方法」課堂中，學習目標是期望學生能

明白在網絡世界遇到被惡意中傷的情況，最適合的做法是不作回應，舉報及通知家人。在活動

一中，老師提問學生若他們是當事人，面對刻意中傷，會怎樣處理，學生在進行前測時， 認為

主角「名田佬」應叫發佈者刪除照片，但當完成活動一後，在面對相同的問題，全班學生都認為

不需對欺凌他的人作回應。從學生的回應我們得知他們在活動一學會了應對網絡欺凌的方法。

我們均邀請協作學校的老師填寫意見調查 表， 以讓我們了解此資訊素養教材的教學成效。在學

生的學習成效方面，達 100%的學校認同此教材套能有效地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當中有54%的

學校更非常認同此教材套能有效地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各協作學校亦給予不少正面的評價，

如 「非常用心，緊貼社會及學生需要而編成。」、 「製作精美、用心，教材豐富，能為老師節省

很多備課的時間」、「十分欣賞。教案清晰詳細，亦有不同的短片 、討論問題及工作紙提供，能

照顧學生不同學習的需要。」、「貴校教材合用，適合學校再r量身訂 製」編改為校本教材。J(附

件二) 。

總括而言，從協作學校的課堂觀察及協作老師的問卷調查 讓我們了解到學生在資訊素養的培育

有正向的改變，同時協作老師認同此教材套能發揮它的效能，提升學生的素養品德

3. 自我評鑑計劃成本效益

預算核對表

變更
預算項目 核准預算 實際支出 [(乙)-(甲)] / (甲)

(根據協議書附表1月 (甲) (乙) +/一%

聘請職員支出

一般開支

設備

服務

應急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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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所建構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續性

邀請協作學校開放課堂，追求課程持續改進彼此學習

我們希望此計劃能持續發展下去及把各區小學建構成一個大型的學習團體，我們發函成功邀請

四十 二間小學參與成為此計劃的協作學校。協作學校選取合適的單元在德育及公民科課節 或電

腦科進行課堂教學實踐。當中有二 十六間協作學校願意開放課堂，讓我們的研究助理及小組教

師能進行觀摩及拍攝記錄。協作老師樂於就著學與教給予我們意見，大家彼此進行專業的交流，

同時我們將此等交流意見作為小六進階課程的基石，使這個資訊素養教材套能更完備。我們希

望能與各協作學校繼續保持聯繫，互相支持及給予改進意見 ，以望此學習團體能使此課程得以

延續下去。

跨科協作，校本持續發展並建立專業協作精神

跨學科協作是提升資訊素養教育之可持續性的關鍵。為使資訊素養教育能確切地在校內持續發

展下去，我們促使學校進行跨學科協作，打破舊有課程的籠牢，將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及電腦科

結合在一起，成立一個跨學科小組，由課程主任 、德育及公民科教師及電腦科教師共同組成。

在規劃、執行、評估學生學習及檢討課程安排的各種階段，均實施協同合作。透過校長的課擔

編排，已安排這四名小組教師輪換式地於每年帶領本校的德育及公民科及電腦科科任老師使用

此教材套，並與本校小五及小六課程結合。課題一 「網絡形象及身份 J的四個單元，已落實於

本校的小五及小六德育及公民科課程中。同時本校亦巳選取課題二至五共四個單元，融入電腦

科課程中，使每年的小五及小六學生也能接受全面的資訊素養教育培訓。

舉辦共同備課工作坊，提升學與教的能力

教師是計劃的推行者，因此教師是整個資訊素養培育成功與否重要的一環。但由於科技發展迅

速，不少教師也未必有信心 能完全掌握 最新的資訊科技知識 以推行資訊素養教育。因此我們為

本校教師及協作學校的教師安排了兩次的共同備課及培訓工作坊 (圖二)，讓他們了解教材套的

教學目標及讓他們掌握時下兒童的網絡文化及資訊發展趨勢，為整個資訊素養教育加上強大的

推動力。

|圖二小五基礎課程共同備課及培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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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家長提供支援，共同推動資訊素養教育

我們明白家庭教育是影響孩子最深遠的，再者多數的兒童在家中接觸網路的時間 較學校多，因

此培養家長資訊蒙養的知識和技能，再由家長在家中扮演教育孩子的主角，能令整個計劃事半

功倍。因此我們專為家長設有家長錦囊，將最實用的資訊拍攝成教學短片，並上載至

頻道，用 最有效的方法將知識與技巧帶給家長。

4.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計劃成果的推廣價值

項目詳情
成果的質素

(例如種類、名稱、
及推廣價值評鑑

數量等)

資訊素養培育基礎 協作學校給予正面評
課程教材套200套 價

資訊素養培育進階 出席教材套發佈會的
課程教材套200套 學校給予正面評價

舉辦的推廣活動

(例如模式、日期等)

及反應

於20 18年 1 0月的發

佈會分發給 40所協
作學校約 1 00 名教
師;26所學校承諾在
校內使用

於20 19年 12月的發
佈會分發給6 1所協作
學校約 120名教師

是否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介及可供推

介的可行性?如值得，請建議推廣模式

具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介及可供推介
的可行性。建議本校可參與由教師中
心舉辦的教師交流分享月，望能吸引
更多學校參加及取教材套並在其校使
用。

具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介及可供推介
的可行性。建議本校可參與由教師中
心舉辦的教師交流分享月，望能吸引
更多學校參加及取教材套並在其校使
用。

我們在過往的兩年間，積極向學界及社會各界推廣此資訊素養教育計 劃，望能提升大家對資訊

素養培育的關注。我們利用電視台及各大報社作為宣傳渠道，期間有不少學校主動聯絡我們，

希望獲取此教材套並於校內推行。優質教育基金將會是一個更大的平台，讓我們能繼續擔起資

訊素養教育推動者的角色，向同工分享我校發展資訊素養的經驗，帶領其他學校為培育學生成

為負責任的數碼公民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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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活動一覽表

活動性質 概略說明

(例如座談會、表
( tJ!l如自

期、主題、地
j寅零昂 點主動

「電子學 習聯 12/2017-

盟 網絡急救 07/2018 

達 人 」 小 五 基 及

礎 課 程 推 行 10/2018-

06/2019 

「電子學習聯 於 校 內進
盟一網 絡急救 行試驗教
達人」 小六進 學 。 課 程包
階 課 程 推 行 括 五 大課

題， 每 一 課

題包括四

個 單兀， 每

個 課 程 共

二 十個 單

兀教案 ， 整

個 兩年 課

程共四 十

個單兀

「 電子學習聯 邀請全港

盟一網 絡急救 小 學出席

達人」 基礎 課 發佈會 及

程教材套發佈 培訓工 作

暨教師培訓工 坊

作 坊

參加人數

學校 教師 學生
其他

參加者的回應
(請註明)

6 146 各學生完成每一單兀的評估工

作紙及每一課題的問卷調查。

在所得數據，顯示，超95%的學生

在每次完成4{回單冗的學習

後，均有正向的改變。

在單冗式評估測驗的數據所

得，約 85%的學生能完全掌握每

一課節的教學內容，1 仰的學生

能 大概掌握每一課節的教學內

容 ，及現的學生 仍需努力。

40 1 00 。 在學生的學習成效方面，達

10仰的學校認同此教材套能有

效地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當

中有54%的學校更非常認同此

教材套能有效地培養學生的資

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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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聯 邀請全港

盟一網絡急救 小 學出席

達人」進階 課 發佈會及

程教 材套發佈 培訓工 作

暨教師培訓工 坊

作坊

6.困難及解決方法

6 1 120 。

本計劃原訂招聘一名兼職研究助理以 協助研究計劃成效、 與

協作學校給予具體評價:

「非常用心 ，緊貼社會及學生

需要而編成。」

「製作精美、用心，教材豐富，I 

能為老師節省很多備課的時

間」

「十 分欣賞。教案清晰詳細，

亦有不同的短片、討論問題及

工作紙提供， 能照顧學生不同

學習的需要。」

「貴校教材合用，適合學校再

『量身訂 製』編改為校本教

材。」

專業人

員進行對接及負責過程中的調查性工作。本校於2017年8- 11月期間進行公開招聘，但申請此兼

職職位的申請者只有3位，最終未能於此少量申請者當中選出適當的人選。短期的解決方法是將

研究助理的部份工作交由計劃助理代為分擔。但由於人手不足，計劃 成效研究方面在計劃開初

仍有改善的空問。最後本校 作 出調配，將於2018年8月改以全職合約形式對

研究助理一 職進行公開招聘，目的為提高招聘 成功的機會。最後成功招聘一名全職的研究助理，

助理能協助前往協作學校，並為協作學校給予的開放課堂進行錄影及記錄學生上課情況，令本

計畫。小組能利用此等數據來進行第二年的進階課程設計及檢討程的學生學習成效。




